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2029359

10位ISBN编号：7562029350

出版时间：2006-9-1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中秋

页数：4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有以下特点：其一，通过对相关成果的评判和借鉴，首次较系统地对中西
法律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法的形成、中国法律刑事性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原因、
法的伦理化成因、法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认为中西法律文化是它们的地理环境
、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各自形成特色并构成差异，这种差异只能说是不同，很难说是不
好。其三，中西法律文化内贯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人的文化原点、原理及其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
型上有其共同性，因此，两者的交流本质上是可行的。这一原理性认识既可检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
历史实践，又可分析和推论中国法律文化的当下构成及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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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10部，其中专著5部
。获教育部和国家级学术研究奖4项，其中个人奖2项，合作奖2项。研究方向为法律文化，有系列著作
出版。曾应邀赴美、德、法、日、韩等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参加学术活动和讲学。主持的项目
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论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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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版序言第二版序言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法的形成：部族征战与氏族斗争　第一节 部族征战与中国
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成　　一、远古中国文明与原始组织的演进及其分布　　二、部族征战与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成　　三、部族征战对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影响 　第二节 
氏族斗争与古希腊（雅典）法和罗马法的形成　　一、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与古希腊（雅典）法的
形成　　二、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与罗马早期法的形成　　三、氏族内部及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对古
希腊（雅典）法和罗马法的影响 第二章 法的本位：集团本位与个人本位　第一节 中国集团本位法的
形成与发展　　一、从氏族（部族）到家族（宗族）：集团本位法的形成　　二、从家族（宗族）到
国家（社会）：集团本位法的发展　　三、有关中国集团本位法的几点补论　第二节 西方个人本位法
的形成与发展　　一、从氏族到个人：西方早期个人本位法的形成　　二、从氏族／上帝到个人：西
方个人本位法的大发展　　三、从社会到个人：西方个人本位法的再次确立第三章 法的文化属性：公
法文化与私法文化　第一节 公法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属性　　一、中国传统法律的刑事性（刑
法化） 　　二、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的哲学基础与社会原因　第二节 私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的传
统属性　　一、私法的传统和发达　　二、近代以前西方刑事民法化与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
化现象第四章 法与宗教伦理：伦理化与宗教性　第一节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　　一、中国传统法
律伦理化的进程　　二、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　　三、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　　四、对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认识　第二节 西方法律的宗教性　　一、早期基督教在罗马法中的地位　　二
、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圣化、法律化时代　　三、教会法的衰落及其对西方法的继续影响第五章 法的
体系：封闭性与开放性　第一节 中华法系的封闭性　　一、中华法系及封闭性释义　　二、中华法系
的封闭性释证　　三、中华法系封闭性释证的补充　第二节 西方法系的开放性　　一、西方法系及开
放性释义　　二、西方法系的开放性述论　　三、西方法系开放性机制的成因第六章 法的学术：律学
与法学第七章 法的精神：人治与法治第八章 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讼与正义第九章 人与文化和法
：从人的文化原理比较中西法律文化附录I：辨异求同会通：我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经历与体会附录
Ⅱ：参考文献第一版后记第二版补记第三版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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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的形成：部族征战与氏族斗争　　第一节　部族征战与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
成　　一、远古中国文明与原始组织的演进及其分布　　文明是和人类的活动相联系的。从远古以来
，中国境内就一直有人类居住。人们在广西、云南和山西发现了100多万年前，也即石器时代（始于距
今300万年左右，结束于距今12—11万年），类似于爪哇猿人的古人类遗骨。约50万年前，在北京的周
口店，在山西，甚至可能还有湖北和广东，都有了猿人居住。约四五万年前，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群已
逐步向母系氏族社会转变。直到公元前五千年前后，也即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1000-7500年）晚期，
随着农业共同体的兴起，中国文明的直接祖先开始以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为其活动中心。这时，母系
氏族开始衰退，父系氏族日趋兴盛。到原始社会的末期，父系氏族已经过胞族、部落的发展，演变到
比部落更高一层的共同体——部族。部族又称为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在我国史前时期，炎黄族、东
夷族、苗蛮族以及吴越族，都是这种类型的族的共同体。根据传说和考古资料，这些部族在中华大地
上的分布情况是：　　在黄河流域的是炎帝、黄帝部族。传说最早的炎帝，号神农氏，有四支后裔：
一是烈山氏部落，二是共工部落，三是四岳部落，另一支在汾水流域，后来残存的有沈、姒、蓐、黄
四个分部落。黄帝部落原来在北方，后南下到黄河流域，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有25个氏族，12个胞族
，变成为庞大的黄帝部族。　　在南方有三苗部族，可能有三个部落。其中一个首领叫“欢兜”，战
败后被流放于崇山；另一个部落被迫迁移到敦煌一带；还有一个部落可能迁移到了东南。　　东方淮
河流域一带，有少嗥一蚩尤部族。传说少嗥以“鸟名官”，共有风鸟、玄鸟、青鸟等24个氏族。蚩尤
是九黎的首领，有81个氏族，9个部落。　　西部和北部则分别有西戎和北狄游牧部族。　　这些传说
中的部族为了财富、土地、人口以及宗教信仰等，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引发了多次征战，即使到夏商
周三代时期，一族一姓的兴衰也还是和征战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主要就是借
助征战这种特殊的形式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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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编辑推荐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以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为比较对象。全书主体部分九章，另加附录两部分和
前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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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精彩短评

1、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很不错的一本书。
2、　　本书详细的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也寻找两者的根源。
　　关于中国的法律系统，作者对礼教做了较客观的分析，没有如现代人习惯的把礼法当作吃人猛兽
。
3、读完，感觉增长不少知识
4、书不错，就是送来时书皮皱了
5、大家经典之作
6、写额还不错，有参看价值。
7、张中秋先生的书，不能不读。
8、《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主体部分九章，另有附录两部分和前言与后记。《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研究》前八章意在辨异，集中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八大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成因和历史后果；
第九章意在求同和会通，从人的文化原理出发，比较透视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
比较同类作品，《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有以下特点：其一，通过对相关成果的继承、评判和借鉴
，首次较系统地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法的形成、中国法律刑事性的
哲学基础和社会原因、法的伦理化成因、法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认为中西法律
文化是它们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各自形成特色并构成差异，但它们之间的
差异只能说是不同，很难说是不好。其三，中西法律文化内贯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人的文化原点
、原理及其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型上有其共同性，因此，两者的交流本质上是可行的。这一原理性的
认识既可检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又可分析和推论中国法律文化在当下的构成及其未来走
向。
9、法学专业的教材看了不少，第一次看这么一般的⋯⋯
且不说文笔太差，表达太累赘，主要是内容没有太大的可参考性、可借鉴性。另外，老师也说这本教
材所陈述的观点已经过时，并且疏漏太多，比较片面。
10、给朋友的，学者的名著，很推荐
11、难得的好书。
12、核心观点——心主身从——德主刑辅VS理性主义
13、中国的部分写的特别清楚，观点也好，不过西方理念部分还需要看点儿别的
14、上大学时，对中西方法学的比较很感兴趣，在图书馆一直想借这本书，却总借不到，现在自己买
来读，也算是了却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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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精彩书评

1、本书详细的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也寻找两者的根源。关于中国的法律系统，作者对礼教做了较
客观的分析，没有如现代人习惯的把礼法当作吃人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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